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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28 日至 29 日，第十六次中国逻辑史全国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贵阳市隆重召

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贵州民族大学、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

与贵州省逻辑学会联合主办，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贵州民族大学逻辑、文化与认知研究中心

和贵州民族大学科研处承办。来自全国三十多所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机构的 60 余名专家

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近 30 位专家、学者和博士生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内容涵盖中国逻辑

史研究的多个领域。

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法论，孙中原教授强调方法是宗旨、目的、方向、途径、手段、工具

和程序的统称，提出中国逻辑史研究应该借鉴库恩科学发展模式论、希尔伯特元理论、塔尔斯

基元语言和傅伟勋创造性诠释学理论，坚持“中西互释、比较研究、融会贯通”。陈道德教授认

为名辩学所说的“名”是能指和所指相互结合的语词符号，所讨论的推理都是语用推理，而符号

学对符号和语用推理给予了充分研究，因此相较于传统形式逻辑，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

究的更优范式。张连顺教授将中国逻辑的起源置于中华文化的起源这一问题域中，从原始刻

画、原始绘画和仓颉造字等方面对中国逻辑的起源进行了追溯，初步显示了利用考古材料来深

化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可能性与意义。董英东副教授主张在一种语形、语义和语用兼顾，推理研

究与哲学研究并重的多元逻辑观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强调这种研究应该与文化相

结合，通过动态考察民族语言的发展变化来发掘蕴涵其中的逻辑因素。

在中国古代逻辑研究方面，针对以没有研究“必然地得出”而否定中国古代有逻辑的观点，

刘明明教授从古代思想家对推类必然性的认识、“形式结构”与“必然地得出”的关系以及推类

“必然地得出”的机理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反驳。田立刚教授提出，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逻辑的

最重要代表，墨家逻辑是以论辩为对象，以求当取是为目的的非形式化的论证逻辑;“以类取，

以类予”不是推理形式，而是论辩活动中所采取的论证方式; 有关“效”的论述揭示了三段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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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理。韩国建副研究馆员以《小取》“白马，马也; 乘白马，乘马也”为例，分析了“是而然”

中的词项与命题问题，认为“是”与“然”是两个命题之间是生长、扩展的关系。相异于通常从类

比角度来解读墨子所谓的“譬”，博士生林泽楷以论证结构为视角对逻辑学意义上的“譬”进行

了探析，认为墨子所说的“譬”具有论证说理的功用，在设譬以说理时既要考虑譬的价值属性，

也要避免轻易被驳难。硕士生钱爽对现有关于《小取》之“侔”的种种解说提出了商榷，认为

“侔”有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三款; 依据三种形式，又有盈之侔、阙之侔与迭之侔三种，其成

立之有效式只可由经验归纳而得。此外，博士生廖晨从广义论证的观点出发，总结提炼了《鬼

谷子·捭阖》的说理规则，并结合《战国策》中纵横家的游说实例，阐述了“捭阖”在论证的具体

作用。吴克峰教授考察了基于易的中医原创理论范式的逻辑特征与逻辑系统，提出中医原创

理论范式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天人关系的易学，后者既涉及对自然界和人体生命运动的考察，也

包含对这种考察的考察，即形成了以推类为特征的逻辑理论。曾昭式教授从《瑜伽师地论》文

本出发，探讨了因明的范围、性质和作用，认为应着眼于文化对逻辑的制约，把因明视作一种不

同于西方逻辑的逻辑科学，是一种基于佛教内明但又有别于内明的论证理论。

中国近现代逻辑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点。翟锦程教授考察了中国

逻辑思想研究的形成过程，认为西方传统逻辑作为研究中国逻辑的观念和方法虽有孙诒让的

启蒙，但并未得到直接回应，而后受日本学界的启发才逐步在中国学界有所反响。章太炎、梁

启超、刘师培、王国维等是 20 世纪初期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探索者，其后有关中国有无逻辑、

中国逻辑思想发展过程以及中国逻辑思想的典型代表的讨论等对 20 世纪早期中国逻辑思想

体系的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张斌峰教授从中西文化交融的角度梳理了严复的逻辑文化观，

指出正是由于严复对西方逻辑学说的系统译介才使得西方逻辑逐渐与中国传统逻辑相融通，

并成为中国逻辑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严复自己的逻辑观，开创了融合中西逻辑思想的先

河，也为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跨文化对话与交流提供了思想源泉。刘新文研究员主要围

绕金岳霖的第一篇逻辑论文“Prolegomena”以及相关文献，从逻辑基础问题的角度，主要是“逻

辑中心困境”的角度提炼出“金岳霖论题”，试图为理解金岳霖的逻辑理论和哲学体系提供一个

更为恰当的理论起点，并阐释该论题在当前逻辑基础问题研究中的现实意义。张耀南教授从

驳黑格尔之辩证法、论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异和驳唯物辩证法及其“经济史观”等

方面阐述了张东荪的逻辑思想，并进一步分析了张东荪批驳唯物辩证法的理由，强调其与欧西

哲学家驳“自然辩证法”角度不同。晋荣东教授考证伍非百在 1916 年率先把“名辩”一词引入

先秦名学研究，梳理了他对名辩之学的内容及其组成的论述，以及对先秦名学( 形名之学) 的派

别划分与要旨勾勒，认为相较于以“名学逻辑化”为主导方法的旧名学研究，伍非百的工作可以

为当代新名学的开拓提供可能。博士生聂洪青评述了杜国庠在公孙龙子的哲学与逻辑研究领

域的得失，认为其得在于立足文本与文化背景的本土化解释，其失在于立足西学对公孙龙子哲

学与逻辑的评判定位。此外，何杨博士梳理了现代逻辑( 包括经典逻辑和非经典逻辑) 在 20 世

纪前期( 1900 ～ 1940) 中国的译介情况，发掘出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史料。钱耕森教授以其自身

经历为主要线索，分享了珍贵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贵州逻辑教育史料。郭桥教授分析了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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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主要的大学逻辑教材，建议将名辩学作为大学逻辑教育的组成部分。

除了围绕上述几个领域进行学术交流，本次研讨会的一个亮点就是对如何深化“逻辑与文

化”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早在 2010 年召开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逻辑史研究 30 年”全国学

术研讨会上，刘培育研究员就提出，应该“从对中国古代名辩学、逻辑学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

研究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思维类型。这些研究要力求增强对现实的作用。”在本次研讨会上，

硕士生张雨从着眼于逻辑与文化的关联，从广义论证的角度出发，运用历史学与民族志、案例

分析、田野调查的方法，将彝族人的论证模式置于有关纠纷解决的过程中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

重建，对于扩展中国逻辑研究的类型与内容、深化对“逻辑与文化”论题的讨论，具有积极的意

义。

关于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设想，在 2013 年召开的中国逻辑史第十五次全国学

术研讨会上，刘培育研究员、翟锦程教授和张学立教授就提出应重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国际化

问题。在本次研讨会上，刘培育研究员再次强调要高度重视中外学术交流，使中国逻辑史研究

大步走出去，为此既要从整体上、宏观上梳理中国古代逻辑的总体特征与理论成果，也要深入

研究名辩学、易经和因明这三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其中名辩学作为中国古代逻辑最

具代表性的成果，应是中外学术交流的重点。在回顾与总结过去几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成绩

与问题的基础上，张学立教授提出今后一段时间要以文本为基础扩展研究内容，从中华文化宝

库中发掘研究类型，以丰富知识背景为前提运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推陈出新加快国际化研

究进程。王路教授指出，中国逻辑史领域的专家学者近几十年来挖掘的大量中国古代文献是

一项巨大的成就，今后应在此基础上放宽视野、推陈出新、丰富知识结构，以取得更加丰硕的成

果。

综上所述，本次研讨会在如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取得成果，为进一步推进中国逻辑史研

究创造了条件: 第一，强调中国逻辑史研究必须加强国际化，在深化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合

作研究的同时，把当代中国学者有关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积极成果推向国际学术界; 第二，展示

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对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形成过程的梳理、对“金岳霖论题”的提

炼与阐释等成果尤其为与会学者所瞩目; 第三，扩展了中国逻辑研究的类型与内容，以对少数

民族论证模式的分析与重建为代表的研究成果，为深化对“逻辑与文化”论题的讨论指出了一

个可以大有作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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